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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副产品外宣翻译是指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成就、经验和特色介绍给国外受众的翻译活动，是我国

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以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外宣为例，探讨了农副

产品外宣翻译的理论基础、实践策略和存在问题，旨在为提高我国农副产品外宣翻译的质量和效果提供

一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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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refers to the translation 
that introduces the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foreign audienc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ign propaganda of China.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 us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e aim i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oreign publicity translation of agricul-
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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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类中国产品向海外各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其中，品

种多样的农副产品占据很大比例。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也促使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农副产

品在国际上得到宣传。因此，在我国农业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农副产品的国际宣传翻译起着重要作用，

只有准确的翻译才能将中国独特的农业文化精髓传递给世界。 

2.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农副产品外宣翻译综述 

2.1. 跨文化传播理论概述 

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

社会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传播媒介、传播目的、传播效果等。跨文化

传播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文化是一种共享的、传承的、动态的、多元的、有层次的、有价值的、有意

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传播的内容和载体。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产生、传递、接收和

反馈的过程，是文化的表达和交流，是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文化与传播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文化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形式、方式和效果，传播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文化。 
(2) 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和类型。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是指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如口头交谈、书信往来、会议演讲等，间接模式是指通过某

种媒介进行跨文化传播，如报纸、电视、网络、翻译等。跨文化传播的类型可以分为同步型和异步型，

同步型是指传播的发送和接收同时进行，如电话、视频会议等，异步型是指传播的发送和接收有时间差，

如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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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跨文化传播学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 

外宣翻译是指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和观点，通过语言转换的方式，传递

给国外受众的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特定的传播对象、严格

的传播规范和重要的传播效果。外宣翻译的理论指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功能对等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是由德国翻译学家雷贝尔提出的，主张翻译应该以目标语受众的期

待和反应为导向，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功能，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内

容。功能对等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要求译者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和对象，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如归化、异化、增译、删译、移位、替换等，使译文能够有效地传达我国的形象、声音和立场，引起目

标受众的理解和认同。 
(2) 目的论。目的论是由德国翻译学家诺德提出的，主张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翻译的过程

和结果都受到翻译目的的制约和影响，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委托、翻译场合、翻译对象等因素决定的。目

的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要求译者明确外宣翻译的总体目的和具体目的，分析外宣翻译的语域、语体、

语气等特点，确定外宣翻译的质量标准和评价准则，制定外宣翻译的操作步骤和方法。 

2.3. 农副产品外宣翻译概述 

农副产品外宣翻译是指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成就、经验和特色介绍给国外受众的翻译活动，是

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副产品外宣翻译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技术和成果。这类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国外展示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

效率和质量，包括农业种植、养殖、加工、储运等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和优化，以及农业品牌、农产品

质量、农业标准、农业认证等方面的成果和优势。例如，我国在茶叶、葡萄酒、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的

生产和加工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和文化，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品牌。 
(2) 农业文化和特色。这方面的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国外传播我国农业的历史、传统、风俗、民俗等方

面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包括农业的起源、发展、变革、创新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以及农业的节日、习俗、

礼仪、美食等方面的民族文化。例如，我国是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遗产和农业文化

遗产，如中国农历、农业历法、农业祭祀、农业诗歌、农业绘画等。 

3.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的外宣现状分析 

3.1.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的特点与优势 

作为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黑龙江省的人口密度小，农村工业发展相对较慢，供农作物

生长的自然环境中工业排污和生活垃圾污染少，有利于在省内生产绿色食品。黑龙江省坐拥 1.56 亿亩的

黑土地，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粮食产量连年增高，且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省在作物生长季节的昼间日

照时间长，晴天多、光照充足。黑龙江地区第二三季度的昼夜温差平均值大约为 11℃，昼夜温差大、无

高温障碍可提高代谢物的积累[1]，增加单产量。 

3.2.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外宣现状 

3.2.1.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海外宣传范围小、知名度不高 
从出口数据来看海外宣传结果，黑龙江省由于地理位置导致农产品出口国具有一定局限性，绝大多

数为俄罗斯、日韩等周边国家，具体见图 1。由于黑龙江省近年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大量乡村人口向城

市流动，从省内向省外流出，使得农业人口日渐稀少，商品流通不够通畅，缺少人大力外宣农业副产品，

因此在海外市场上知名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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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major exporting countri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1. 黑龙江省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占比 

3.2.2. 缺乏知名品牌带动，没有形成品牌矩阵 
目前黑龙江农副产品由于缺乏大体量的龙头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宣传带动，在海外农副产品市场上缺

乏关注度，缺乏品牌影响力。目前，黑龙江农副产品的宣传与推广要想在海外广泛宣传推广，必须依赖

于产品带动，打造一批品牌，形成品牌矩阵，将黑龙江农副产品首先产品推广到全国范围，自然就能促

进外宣，进而实现其走出国门，通过翻译拓宽海外知名度。 

3.3. 外宣翻译对农副产品推广的影响 

3.3.1. 外宣翻译是龙江特色农副产品走向世界的名片 
对于黑龙江农副产品品牌而言，每一品牌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品牌故事和宣传切入点，一个好

的外宣翻译是通向世界市场的名片。外宣翻译主要是翻译人员通过英语语言来表达黑龙江省不同的农副

产品其背后的发展和价值，外宣翻译会实现了龙江农副产品生产与世界的有效沟通。 

3.3.2. 外宣翻译有助于提高黑龙江省农副产品海外知名度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品牌的外宣翻译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营销战略可直接影响企业海外影响力。

龙江企业不仅要有好品质的产品和具有特色的品牌，还需要具有对企业品牌特色故事的外宣翻译，通过

品牌外宣翻译让海外消费者其企业文化及对其产品产生好奇和购买欲，进而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

知名度。 

3.3.3. 外宣翻译有助于提高产品出口量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量质量都一直位于全国前列。而外宣翻译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大

势让黑龙江农副产品更多的流入海外最直接的营销手段，通过广告语种的转换让不同国家的人知道其产

品，通过外宣翻译知道不同产品的特点。译者应将农产品和副产品品牌的特点与国外受众接受程度和理

解能力相结合，充分融合中西文化中呈现的品牌效应，提高购买意向，增加销售量，提高出口量。 

4.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外宣翻译问题与挑战 

4.1. 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在推广龙江特色农副产品的过程中，我们时常忽略文化差异的问题。不仅出现中式英语的表达，有

时还忽视了目标语言的文化特性。以哈尔滨红肠为例，百度百科中排名靠前的搜索结果之一是“Harbin 
Red Sausage”，具体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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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earch results on Baidu.com abou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arbin Sausage” 
图 2. 百度百科上关于“哈尔滨红肠”英文翻译的搜索结果 

 

然而在某些西方国家，红色代表残酷，具有贬义，而非褒义词。因此，这种翻译方式势必会影响产

品宣传的效果。甚至有时我们会忽略目标国家的消费文化，导致错误的产品宣传。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在

思维方式和消费理念上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高度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如果某款产

品具有历史地位，如得到文人墨客的赞誉，那么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共鸣消费心理。然而，其他国家的

消费者更关注产品的原始状态、天然品质以及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若无法把握这些消费者的心理，

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就很难激发他们的消费意愿。这些文化冲突为我们的龙江特色农副产品推广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在进行外宣时，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产品与目标国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冲突。 

4.2. 翻译标准不一 

由于前人对龙江特色农副产品的外宣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相应的外宣翻译工作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首先，外宣翻译资料呈现出零散状态，缺乏统一且科学严谨的双语语料库，这导致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

使得龙江特色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崭露头角，无法获得广泛关注，从而影响其品牌效应。其次，外

宣资料翻译人员对翻译的认识不尽相同。既没有统一的行业翻译标准，也没有形成翻译规范，翻译方法

和策略的使用显得混乱，使得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最后，对龙江特色农副产品术语翻译研究的重视程度

不足。术语的混乱无疑会对外部信息传播造成困扰。然而，通过术语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不仅可以加快

龙江特色农副产品国际化的步伐，同时也能协助翻译人员提高翻译品质和速度[2]。 

4.3. 缺乏农业翻译方向人才 

近些年，我国黑龙江省致力于推动龙江地区的振兴，为了让龙江特色农副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加大了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的力度，以期让更多的人熟知龙江特色农副产品。然而，在实际的宣传和翻

译工作中，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龙江特色农副产品的影响范围较小，对当代年轻人缺乏吸

引力，进而导致年轻人参与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宣传缺乏活力；另一方面，部分现有的翻译人

员翻译水平有限，对龙江特色农副产品中文含义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能突出龙江农副产品的地域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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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色，从而导致译文的接受度较低。 
除此之外，人才培养机制也不完善。目前，我国高校和翻译培训机构在农副产品翻译方面的课程设

置较少，导致从事农副产品翻译的人才供应不足。 

5. 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外宣翻译对策 

5.1. 语言与文化的适应 

农业文化是农副产品外宣翻译中重要的内容，它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农业的认识、态度和价值

观，以及农业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关系。农业文化的翻译要求译者既要尊重原文的农业

文化特色，又要考虑目标语的农业文化背景，同时要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文能够有效地传

达农业文化的信息和意义，引起目标受众的兴趣和共鸣。因此，翻译时可适当使用汉语拼音，但也应根

据英语本身的构词方法，取其音、补其义，构筑出一个合乎商品实质的译文。比如如果商品名为“地名 + 
农副产品名称”的结构，此处的地名属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只能使用汉语拼音，那么就可以把这样的

原文规范译为“地名首字母大写 + 农副产品名称”的形式，这样既译出了文化指向，也可避免地名全拼

引起的繁琐，并使得商品名称翻译简洁明了[2]。 
此外，需建立明确的受众意识，用双语文化武装自己。首先，译者要了解和分析商品销售的受众，

明确其语言习惯和文化风俗，充分对比英语国家饮食领域宣传资料，探究其表达方式及受众的阅读思维

习惯和喜好等，根据受众进行适当的改写。其次，针对凸显本土农副产品特色的内容，译者需引导意向

读者欣赏中国农副产品，运用深刻的洞察力找出中西心理思维模式的细微差异，从细微处打动，背景知

识或典故，对农副产品品牌和广告语的翻译慎之又慎，避免误导，以赢得英文读者对相关品牌和文化的

认可。再次，译者需理解读者正当需要，重视读者参与，如删去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表述，考虑译入语

语境下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和预期反应，尊重贸易对象的消费和饮食习惯差异。在此基础上，译者谨慎处

理译前文本[3]。 

5.2. 建立语料库，解决标准化问题 

针对目前外宣资料翻译零散状态、不系统不完善且没有完整的资料的情况。最佳的就是建立双语语

料库。双语语料库的创建需要以下几个流程：语料库的规划、双语语料采集、双语语料的预处理、双语

语料的对齐、创建语料库、术语的提取与检索语料库。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黑龙江省的外宣翻译双

语语料库，所以要尽力采集有关黑龙江省乃至东三省与农副产品相关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双语

材料，着重突出富有民族特点的地域文化，如民间故事等。 
其中，农业术语是农副产品外宣翻译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们涉及农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如农作

物的品种、性状、用途等，农业技术的方法、原理、效果等，农业标准的规范、要求、检测等。农业术

语的翻译要求译者既要遵循国际通用的农业术语标准，又要考虑目标语国家的农业实际和习惯，同时要

保持译文中农业术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造成混淆和误解。例如“白酒”二字，酒各品牌官网上出

现的翻译有 Baijiu、liquor、spirits、wine 四种[4]。而这 4 个使用的具体适合语境又各有差异，为应对翻

译标准不统一的现象，而建立语料库，可以协助翻译人员提高翻译品质和速度。 

5.3. 引进相应领域人才并指定人才引进政策 

一方面，应创新活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龙江农副产品的外宣翻译当中。政府、职业机关、外宣

类翻译赛事与高校融合，通过高水平的赛事来吸引黑龙江当地乃至全国各省、全世界的青年。 
另一方面，立外宣翻译专业，把外宣翻译人才培养纳入培养方案中。高校也要有重视培养外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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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理念，设立培养外宣翻译人才的课程体系。培养外宣翻译人才，要有顶层设计，对学科和专业重

新定位，把外宣翻译人才培养纳入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要交叉融合。在外宣翻译课程教学中，要通过

课程思政培养学生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正确的价值导向，精选课程教学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凸显外宣翻译

融通策略知识，通过翻译工作坊提升学生翻译实践能力。增设外宣翻译课程，课程交叉融合[5]，培养学

生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6. 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而黑龙江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其农产品文化更是独具地方特色，它的

多样性及特殊性为黑龙江省农业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带来了挑战。其中，农副产品的外宣翻译不仅仅是

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涉及到多种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在深入了

解农业文化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翻译理论，主动考虑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和选择。同时，也应注意翻译

语言的准确性和明确的表达方式，以将黑龙江以及其他省份的特色农业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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